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古语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民间亦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俗语，意
思都是说，兴兵打仗必须以充分的后勤保障做基
础，以经济实力为重要支撑。说白了：打仗得有钱！
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一条不见硝
烟的金融战线。抗日战争期间诞生于冀鲁豫根据
地的鲁西银行，就是这条战线上一个典型的缩影。

鲁西银行独立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6年，但
它在我党领导的冀鲁豫根据地的军事保障、经济
建设，及对日、伪、蒋军的货币斗争等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为解放区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的金融工作积累了经验，并成为1948年12月1日
诞生的中国人民银行可追溯的“源头活水”之一。

以“战时速度”搭配领导班子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3月，陈

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主力进入鲁
西、泰西地区，与中共鲁西区党委联合组成鲁西
军政委员会，创建泰西根据地和鲁西平原根据
地。1940年4月，统一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一带
党组织的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次年1月，冀鲁
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
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形成。1941年7月，山东抗日民
主根据地的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合并为新的冀
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到抗战后期，冀鲁豫边区已发展为中共领导
的“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在全面抗战初期，由于
它地当要冲深处敌后，敌焰猖獗，我抗日军民“创
业艰难百战多”，缺衣少食无枪无钱，不要说建立
稳固可靠的根据地，就连自身生存都是大问题。
当时在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及与之相邻的泰山西
部地区，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的经费筹措、
供给保障等，除了爱国人士捐赠和群众帮助外，
基本还是沿用过去打土豪吃大户的老办法，不过
矛头主要转向了汉奸财产。这种带有较多临时
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方式，很难有稳定、一贯
的富于成长性的保障。

随着我党抗日武装和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经
济基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时在敌后很多地
区，既有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也有日本扶植伪华
北临时政府所设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数量巨
大的“联银券”，还有五花八门的地方票、商家字号
票，国民党游击武装也滥发各种票币，一个团长甚
至营长都可以随便发土杂钞，各种伪钞土杂钞多
以掠夺物资榨取钱财为目的，随意发行胡作非为，
导致流通市场混乱不堪，百姓深受其害。比如驻扎
临朐县的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发
行“利源号”钱票200万元，秋后强行低价收购老百
姓的农产品，冬季高价卖出，牟取暴利100多万元，
却不给百姓兑换，而是向省政府要求拨款兑换，款
项拨下来后秦又诡称拨款被人拐走，实际上又中
饱私囊，农民们卖了粮食，拿着一把“利源号”五
元、十元票，既无处兑换，又买不到任何东西，造成
临朐空前饥荒。再如盘踞胶东的国民党顽固派赵
保原部发行的莱阳地方流通券，起初算是这些土
杂钞中的“佼佼者”了，后来贬值到荒唐地步，百姓
上坟买点烧纸要拎一捆流通券，“钱”比纸还多，索
性直接拎到坟前烧“赵票”。

为了抵御日伪顽的经济掠夺，保障军需经
费、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并保护群众
利益，我抗日民主政权发行自己的货币势在必
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从无到有、
由弱变强，逐步进入常态化、正规化的轨道。

1939年春夏间，泰西长清县和鲁西南鱼台县
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年秋天，长清县抗日
民主政府在县长张耀南提议下，经上级同意，开始
印发“抗（日）钞（票）”，使用私人的小石印机印刷，
币值分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在大峰山根据地及
周边地区流通，名称虽为“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
但其实并未开设“泰西银行”“长清分行”这样的机
构，而是直接由政府发行。同期，鱼台县抗日民主
政府也在微山湖地区发行了鱼台县地方流通券。

1940年初，中共北方局和山东分局相继发出
了“鲁西应统一发行纸币，纠正不统一的各自为
政的办法”及“筹办鲁西银行”等指示，鲁西军政
委员会遂于东平湖西土山、戴庙一带开始筹建鲁
西银行，原先印制“泰西银行长清分行券”的技术
人员和印刷器材迁往土山村（今属东平县），组建
了鲁西银行印刷所，迅即开始印钞工作；同时，在
一一五师大力帮助下，鲁西银行的组织架构、领
导班子也以“战时速度”搭配起来，一一五师供给
部部长吕麟兼任鲁西银行经理，地方干部张廉方
任副经理，秘书兼业务科长方臬，会计科长古采
甫，印钞工作先后由一一五师供给部教导员刘导
生（曾任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张震华(王润生)负
责。1940年5月，鲁西银行币正式开始发行。

1941年7月，原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合并为新的
冀鲁豫边区，鲁西银行的领导权、货币发行权由一
一五师移交给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担任主要领
导职务的部队干部陆续撤出，由地方干部接任，原
先相对分散、独立的印钞机构也划归鲁西银行统
一领导，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另一重要金融机
构——— 冀南银行冀鲁豫办事处并入鲁西银行，鲁
西银行由此成为冀鲁豫边区的地方银行，鲁西币
成为该边区的本位币，业务范围由鲁西扩大到冀
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

“混小子你不管娘了，赶紧回来！”

冀鲁豫边区处于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及
石家庄、济南、徐州、开封等敌占重要交通线和大
城市的包围封锁下，又多属平原无险可守，虎狼
环伺中，要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金融体系谈何容
易。“马背上办银行，地底下印钞票”说得一点也
不夸张。就拿印刷所工作来说，从纸张、油墨、药
品等原材料的采买，到秘密选址、生产和转移，危
险随时随处都可能发生。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
仅印刷干部职工就有张朴、王凌霄等6人先后壮
烈牺牲。抗战期间，冀鲁豫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
人“扫荡”、分割状态，我军民经常被迫转移，印刷
所由于设备宝贵又沉重，转移不便，货币印刷工
作又要求绝对保密，大家总结经验，将印钞工作
转入地下，分散生产，尽量减少暴露的可能和转
移次数。印刷所一般都是尽量缩小目标，以十几
人为一生产单位，选择群众基础较好、地点偏僻
的村庄，在空院中挖一大坑，上以木梁支撑柴草
盖顶，再覆厚土与地面齐平，出入口则设在民房
内不起眼处且便于封死、伪装，以隧道与地下室
相连。据曾任印刷二所指导员的仪华回忆，1942

年日军“四·三大扫荡”后，几个印刷所先后转移
到鄄城北部的田楼、李进士堂一带，在当地党组
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一直采用这种方式坚持
生产。地下室空气流通差，终日油灯照明，干部职
工分两班昼夜连轴转，烟熏墨染，吐口唾沫都是
黑的，遇到敌情，大家永远把保护机器、票版的安
全放在第一位。当地群众也有很高觉悟，积极配
合印刷所的保密、保护工作，敌人来袭时，乡亲们
帮助隐藏机器，来不及转移的工作人员，被大娘
认作儿子或被姑娘媳妇认作丈夫而加以保护的，
屡见不鲜。1942年秋，敌人又一次“大扫荡”，在鄄
城、范县一带坚持生产的第二印刷所被迫转移，
负责人仪华突围时，在王满村与敌人迎头遭遇，
他转身就跑，一位老大娘大声喊道：“混小子你不
管娘了，赶紧回来！”面对汉奸的逼问，大娘一口咬
定仪华是她儿子，惊险地保护下这位八路军干部。

比起血与火的战场，货币发行工作更像是在
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展开的暗战，而这场暗战的
成果极大地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走向。

鲁西银行自诞生之日起，其中心和首要任务
就是发行鲁西币，统一根据地货币市场，独立自
主并持续稳定地保障根据地我党政军机关各项
开支，其中保障部队供给满足作战需要是第一位
的。建行伊始，根据地政府便通告全区军民，凡根
据地内一切交易和债务清偿，均以本区唯一合法
货币———“鲁西币”进行流通和结算。鲁西银行建
立的第一年，财政透支高达九成以上，到抗战结
束发行的总共24亿多元鲁钞中，财政透支也占了
近八成，这正是全力筹措抗战经费保障战争供给
的反映。从历史上看，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南京
国民政府原本向八路军与新四军核发一定经费，
但自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到
1940年底和1941年初，拨付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
饷物资就全部停发了，而此时中共武装力量不断
发展壮大，八路军由改编时的4 . 5万人增至40多
万人，尽管有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部分援助，
但政府断供，日伪掠夺和封锁，战争导致的物价
飞涨，使得共产党武装和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面临
严峻困难。因此自发货币满足军政开支，也是当
时历史条件下中共必然的选择。

其次，鲁西银行视情发放农工商业各类生产
贷款和经营性投资，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民众
生产自救，“养鸡生蛋”，起初生产贷款和投资占鲁
钞发行总额的比重不大，明显让位于军费开支，后
来则有大幅提升。1940年12月25日《大众日报》第2
版刊登记者采访鲁西行政公署主任肖华的文章
称：“在财政经济建设方面……主任公署正计划由
鲁西银行拨款五十万作为低利贷款基金救济贫
困，以五十万开放东平湖湖水，使成肥沃的土地，
如计划完成，每年至少可增加收入一百多万元，对

民众生活的改善，有更大帮助。”在毛泽东主席提
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后，到
1943年底统计，鲁西银行农业贷款猛增至2500万
元，工业投资和贷款增加到7100万元，发放商业投
资和贷款1950万元。各类贷款和投资收效显著，对
根据地建设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另外，驱逐日伪顽货币、打击假钞以维护根
据地货币市场秩序，也是鲁西银行的重要工作之
一。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并非“一刀切”，而是区分
不同对象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对日伪联银券以
罚没为主严厉取缔，对各类土杂钞区别对待以尽
量保护群众利益，对法币初期采取保护政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央指示开始排除法
币，但此阶段由于鲁钞发行量不大，法币仍占统
治地位；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在国际市
场使用法币的通路被堵死，遂将法币大肆向我根
据地“灌水”以套购物资，并大量伪造法币扰乱我
根据地金融市场。1942年7月19日《大众日报》头版
发表社论《对敌展开货币战》，在谈到敌人对根据
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时说：“这种破坏对根据地
的影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
地坍台的危险。”为此，冀鲁豫根据地针锋相对，
开展了大规模排除法币统一抗钞市场的斗争，到
抗战中后期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

反假币的斗争也不简单。1943年11月鲁西银行
曾发行了贰佰元、伍佰元两种临时流通券，仅仅4
个月后就因为敌人的大量伪造而不得不仓促回
收。敌人甚至猖狂到伪装我根据地执法人员，在集
贸市场以查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
对此，我方在发行、识别、宣传、举报、打击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坚决打假反假，有力地维护了
根据地金融秩序。

1940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建的鲁西银
行，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到1943年，不仅禁止了伪
币、排除了法币、肃清了土杂钞，还将原冀鲁豫区
流通的冀南银行币、冀南农民合作社票等逐步收
回，建立了以鲁西币为本位币的货币市场；其开
辟和统一抗钞市场的工作，也由初期的主要依靠
行政力量，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措施为
辅，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大程度地保护了群众
的实际利益。截至1943年底，鲁西币发行额已由
建行头一年的480万元扩大到13412万元，到1945
年底，更猛增到24 . 4亿多元，为根据地的对敌斗
争、生产救灾、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鲁西币的发行不仅量大而且质优，从一开始
就坚持了“稳定货币”的方针。尽管在那样艰危复
杂的战争环境里，币值不可能不产生波动，但鲁
西币的贬值幅度远远低于伪币和法币，鲁钞与伪
联银券的比价，1940年为1:2，1945年达到了1:15；与
法币的比价1940年大致在1:1，1945年变为1:3 . 5；在

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多种抗钞中，鲁钞也是最稳
定的货币之一，由此在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及周边
群众中树立了较高威信和良好声誉。

在中共创立的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冀鲁
豫边区最终成长为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下辖
百余县约两千万人口的“敌后最大根据地”，应当
说与我党建立的独立自主的财政金融体系密不
可分，与鲁西银行等提供的“营养”密不可分。

华北地区的金融奇兵
鲁西银行于1941年合并冀南银行冀鲁豫办

事处，成为冀鲁豫边区“区行”后，业务不断扩大。
1942年，鲁西银行第二、第三分行分别在濮（县）
范(县）观(城）中心区和鲁西北成立，其他未设分
行的专区，由专署财政科兼银行办事处办理银行
业务。自1943年3月29日起，按照上级指示，鲁西银
行开始与冀鲁豫区工商局联合办公，相关金融工
作更趋高效。

进入1944年，日军颓势难挽，我根据地则迅
速发展壮大。为统一协调平原战略区对敌斗争，
冀鲁豫与冀南两区曾一度合并，鲁西银行与冀南
银行冀南区行亦随之合并，起初曾设想改称冀鲁
豫银行，终因鲁钞流通久口碑好，广受群众认可，
遂沿用鲁西银行名称，经理由冀鲁豫工商局局长
林海云兼任，分行增加到8个，业务范围北延至河
北衡水地区。

抗战胜利后，冀南区行署恢复原建制，1945
年10月，原冀南银行冀南区行又从鲁西银行分离
出去。这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已连成一片，11月，中
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决定，冀南、太行、太
岳、冀鲁豫四个边区的货币实行统一发行、统一
管理、等价流通，以冀南银行为四区统一的总行。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2月1日发出指示，确定鲁西
银行并入冀南银行，在冀鲁豫区发行冀南银行
币，与鲁西币等值流通。

1946年1月1日，由鲁西银行改组而来的冀南
银行冀鲁豫区行，在冀鲁豫边区首府——— 刚刚解
放两个月的菏泽城成立，银行与工商局分离，全
区各级银行组织得以充实和健全，并纳入冀南银
行系统；但为了维护仍在市场流通的鲁西币的信
誉，对外仍保留鲁西银行的名义，冀鲁豫边区各
金融机构都是挂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两块牌子。
至此，就组织机构而言，作为冀鲁豫边区地方银
行的鲁西银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过，鲁西
币的发行一直持续到1947年，而由于广大群众长
期以来十分认可鲁西币的“好使”，愿意持有而不
愿主动兑换上交，后来的回收工作进展较为缓慢，
直到1949年以后才由中国人民银行大部收回。

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成为敌我双方反复拉
锯争夺的地区，1946年9月，我军避敌锋芒主动撤
离菏泽，整整两年后菏泽才再度解放，重新成为
冀鲁豫边区的首府。伴随着我军的全面反攻，鲁
西币的流通地域先后扩大到晋察冀边区、山东解
放区及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

鲁西币自1940年至1947年共计发行数十种
24 . 4亿元，其中本币179181万元，本票1128万元，临
时流通券63723万元，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仅次
于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鲁
西银行为我根据地军民筹措战争经费19亿多元，
发放各种贷款5亿多元，有力保障了部队供给，支
持了根据地建设。解放战争时期，鲁西币在更大
范围内持续流通，是全国各解放区币值最高的货
币之一。鲁西银行不愧为华北地区特别是冀鲁豫
边区的一支金融奇兵。

1948年10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
并为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银行又与北海银
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
发行人民币。伴随着解放战争以及统一、完善货
币金融工作的进程，冀鲁豫区行先后演变成华北
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诞生于战火中的鲁
西银行如“涓涓源水，不壅不塞”，最终融汇于我
国金融事业的浩荡洪流之中。

■ 红色记忆

战争时期，在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一条不见硝烟的金融战线。抗日战争期间诞生于

冀鲁豫根据地的鲁西银行，就是这条战线上一个典型的缩影。

鲁西银行：马背上办银行，地底下印钞票

□ 于建勇

胶济铁路自诞生以来，就历经战火：1914年
的日德战争，1928年的二次北伐，1930年开始的中
原大战，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1945年开始
的解放战争……

胶济铁路自诞生以来，也多次易手：先是德
国修筑完毕并运营（1904年6月-1914年11月）,后被
日本抢占(1914年11月-1922年12月),再由北洋政府
收回(1923年1月-1928年4月),济南“五三惨案”发
生后，日本又抢占胶济铁路一年时间（1928年5月
-1929年5月）,几经交涉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收回
(1929年5月-1937年12月)。山东沦陷后，胶济铁路
再次陷入敌手(1937年12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后由南京国民政府收回(1945年8月-1948年)……

现在，尽管硝烟早已散去，但作为呈现这段
历史的博物馆——— 胶济铁路博物馆，应该用具有
代表性的物品予以展示。刀剑，无疑是具有代表
性的物品之一。

尽管刀剑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但现代战争
中仍不乏它的身影：用于拼杀的刺刀，威武沉雄
的大砍刀，小巧灵便的匕首，更有象征荣誉、身份
和地位的军官佩刀、佩剑。

在胶济铁路博物馆，有一张德国远东舰队司
令棣德利的照片。就是他，1897年11月14日率军侵
占青岛。这份战绩，被德军刻在了青岛信号山
上———“棣德利纪念碑”。此后，山东一步步沦为
德国的殖民地，胶济铁路也随之诞生，山东历史
从此改变。棣德利使用的就是德国军刀。自然，那
是一把海军指挥刀。

说起德国海军，不得不提德皇威廉二世。这
个29岁登基的德国末代皇帝，积极推行海外殖民
扩张的世界政策，对海军具有狂热爱好，不仅喜
好身着各国海军制服，亲自绘制军舰的设计图，
还如饥似渴地“吞噬”马汉的《海权论》，醉心于建
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事实证明，威廉二世成功了。1896年1月18日，
他发出了“德意志之未来在海上”的声明。第二

年，就借口“巨野教案”，兵发胶州湾。
在胶济铁路博物馆，有一把德国军刺，上面

刻有“solingen”字样。“solingen”,指的是驰名国际
的“刀城”——— 索林根，德国西部一个刀具名城。
清朝末年，索林根军刺随着德国东扩来到中国。

但军刺长度有限，从展示效果上，比不上军
刀。何况，军刀的数量也比军刺少得多。

寻找德国早期军刀，更准确地说，寻找德国
早期海军军刀，作为侵略的见证，是胶济铁路博
物馆筹建组策划者（笔者曾参与其中）的愿望。因
为侵略青岛的是德国海军，后期管理青岛的也是
德国海军。在西非、东非、卢旺达等德国众多殖民
地中，青岛是德国在远东的第一块殖民地，也是
唯一一块由德国军事部门管理的殖民地。当然，
也是唯一一块由德国海军管辖的殖民地。

不难看出，寻找德国早期海军军刀，意义非
同寻常。

尽管这种寻找如同大海捞针，但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艰难搜寻，策划者终于获得可靠线索，
立即前去察看，果然不虚此行。

这是一把纯正的德国皇家海军军官制式佩刀，
护手上有德国皇家海军标志：皇冠、铁锚。柄首为威
风凛凛的狮子头造型。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狮
子”的眼睛是红色的。这里面镶嵌的是红宝石。

这个“红眼”，让人想起了德国对胶州湾的觊
觎。实地考察胶州湾的德国工程师弗朗鸠斯，在

《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
个关键细节：“关于在东亚攫取一块军事基地以
保障德意志利益的计划已经酝酿了大约30年。”

狮子头军刀，自1880年到1919年供德国海军
军官使用。这个时期，涵盖了1897年的德国侵占
胶州湾事件，1899年-1900年的高密抗德阻路事件
和1914年的日德青岛战争。

在安排摆放位置时，策划者把它摆在了介绍
德皇威廉二世的展板下方。展板上，有威廉二世
和其将军们的合影，最右边一位，是个光头，还有
蓬松的大胡子，他就是“德国远洋舰队之父”———
海军元帅提尔皮茨。

提尔皮茨是棣德利的前任，曾任东亚巡洋舰
队司令，亲自考察过胶州湾，并且在舟山群岛、厦
门岛、胶州湾、大鹏湾、澎湖列岛等备选方案中，
极力主张攫取胶州湾。1897年，德军侵占青岛这
年，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照片中，他手握军刀。
自然，也是一把海军军刀。

照片中的军刀与展柜中的实物互为映衬，完成
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其背后，是一段积贫积弱的
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军刀上的“狮子”瞪着红
红的眼睛，而中国这头“睡狮”却迟迟没有醒来。

瞪着红红眼睛的，还有日本。1914年８月23
日，日本趁德国在一战中陷入欧洲战场无力东顾
之机，对德宣战，以十倍于德军的兵力攻打青岛。
这是一战中唯一的亚洲战场。对于青岛，日本觊
觎已久。当然，还有觊觎已久的胶济铁路。

双方激战两个多月（8月23日-11月7日），不
仅有正面的海战，还有背后的陆战，以及小规模
的空战。

为了展现这段历史，策划者从路局档案馆查资
料，但很有限。后来通过日本军方1915年出版的《日
独战役写真贴》等原始文献，获取不少珍贵图片。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早期文献中，称德国为
“独国”，俄国为“露国”，美国为“米国”，法国为
“佛国”，意大利为“伊国”。

但是，作为博物馆来说，仅有文献是不够的，
必须“展”之有“物”！

关于战争之“物”，首先想到的，还是刀剑！最
终，也如愿以偿。

一把是德国重型骑兵军刀。日德战争中，德国
骑兵很少。这把军刀，能够保留下来已属不易，能够
寻找得到更是艰难。灰暗的色调，透出岁月的沉淀。

一把是日本明治19年式军官指挥刀。明治19
年，即1886年，为这款军刀的定型时间。

策展时，两把军刀放在一起，代表交战双方。
这场战争，以日英联军的胜利、德奥联军的失败
而告终。在一战中，英、法、俄、日等属协约国，德、
奥匈、土耳其等属同盟国。

透过这两把军刀，我们看到了列强的厮咬。

日军270人战死、113人负伤；防护巡洋舰“高千穗
号”沉没，水上机母舰“若宫号”受重创，英军160
人战死、23人负伤。德奥联军199人战死、504人负
伤、4715人被俘，“伊丽莎白皇后号”巡洋舰（奥匈
帝国）、一艘鱼雷艇、四艘炮艇自沉。

透过这两把军刀，我们看到了日本的贪婪。
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炮制出旨在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违反外交成例，1915年1月18日夜直
接面交袁世凯。袁世凯惊讶地发现，这份外交文
本竟然誊写在印有无畏舰和机关枪的水印纸上！
威胁意味不言而喻。

透过这两把军刀，我们更看到了中国遭受的
苦难。担心招惹列强、奉行中立的北洋政府，在日
德战争中遭受池鱼之殃。日本扩大交战范围，把
战火燃至整个胶济铁路。中国公私财产损失达
2000余万元。此后，日本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长
达八年之久。

七七事变后，苦难尤甚。日军对中国人民展
开疯狂杀戮。根据确切统计 ,中国人民抗战中伤
亡人数3600万人,其中死亡2000万人左右。中国军
队伤亡380万人（含国共双方）。

一把缴获的日本98年式军刀，就是这段历史
的见证。98年，指的是日本皇纪2598年，也就是公
元1938年，为这款军刀的定型时间。1938年，正是
日本疯狂进攻中国的时期。同年1月，胶济铁路全
线沦陷。4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98年式军刀，比19年式
军刀要强得多。这是因为，在1933年长城喜峰口
战役中，19年式军刀在中国军队的大刀片面前，
处于明显弱势。日本遂于1934年废弃它，谋求改
进更具战斗力的新式军刀。后来诞生的98年式军
刀就是其中之一。

这把军刀，横放在胶济铁路博物馆展架中。
这是日军侵华的铁证。

在它的旁边展示的，是中国军队的钢盔、军
号，还有木制的盒子枪枪套。这个枪套，让人不由
想起神出鬼没的铁道游击队：“我们爬飞车，搞机
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

膛……”
就当时武器装备而言，中国明显逊于日本。

以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为例，日本当年生产了
大口径火炮744门，中国连一门也造不了；日本当
年制造坦克330辆，中国一辆也造不了；日本当年
造了汽车9500辆，中国仍是一辆造不了；日本当
年生产军舰52400吨，中国连一吨也造不了。

尽管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但中国军民始
终没有放弃抗击侵略的决心和斗志。他们手持步
枪、机枪、手榴弹、地雷、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冒
着敌人的炮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前赴后
继，英勇杀敌，终于和反法西斯盟国一道彻底打败
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尽管展柜内静悄悄，但我们看到了刀光剑
影，听到了鼓角齐鸣，感受到了压迫与凌辱，也体
会到了不屈与抗争。

如今，刀光剑影虽已暗淡，鼓角齐鸣也已远
去，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铭记历史，勿
忘国耻，以史为鉴，振兴中华。

■ 时代剪影

尽管展柜内静悄悄，但我们看到了刀光剑影，听到了鼓角齐鸣，感受到了压迫与凌辱，也体会到了不屈与抗争。

胶济铁路博物馆里的刀光剑影

德国军刀刀柄上的狮子头造型

鲁西银行1940年发行的伍角券 鲁西银行1942年发行的五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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